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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12月 20日下午，习主席来到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新口岸营区，检阅
驻澳门部队。

由驻澳门部队特种作战连70余名特
战队员为主体组成的反恐行动方队，用响
亮的强军口号向习主席致敬。一张张年
轻的面孔上透着刚强坚毅。

被誉为“濠江雄师”的特种作战
连，是驻澳门部队的一把尖刀。连队
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等功各一
次。自信，甚至“骄傲”，是这些特种兵
脸上特有的表情。

然而，他们的这种自信，最初在副连
长雷文眼中只不过是一种“蜜汁自信”。

2018年初轮换进澳的雷文，虽是驻
澳部队的一名“新兵”，却是一个有着 11
年兵龄的优秀特种兵。他有着丰富的
丛林特战经验，曾在原军区组织的特种
兵比武中摘金夺魁。在他看来，连队官
兵长期在城市组织训练，没有经历恶劣
的野外训练环境和残酷的军事比武竞
赛，只不过是“温室的花朵”。

但是，前身有着红色血脉的特种作
战连，从来都不是雷文以为的“花架
子”。虽然组建不过10年时间，但一茬茬
驻澳特种兵凭借着“不叫苦、不畏难、不
惧险、不怕死”的特战精神，在封闭狭小
的空间里摸索出具有驻澳特色的城市作
战训练方法。他们不仅在履行防务上承
担着急难险重任务，更在维护澳门繁荣
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方寸之地练精兵。穿越火障、翻越
懒人梯、牵引横渡过水坑泥潭……锤炼
着特战队员的意志和血性；定期组织多
课目连贯性训练，磨砺累不倒、拖不垮、
打不败的顽强作风；楼房攻坚、模拟街
区战术演练，检验城市特战技能；全连
官兵人人熟练掌握 17种武器的操作使
用及13项特战技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雷文也慢慢理解了
连队官兵的自信。

2018年10月，马来半岛某丛林地带，雷
文带领特战队员们参加“和平友谊-2018”
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原以为缺乏丛林
作战经验的特战队员们会“吃大亏”，可
没想到在短短的适应期之后，特战队员
们很快展现出过硬的特战素养，在特种
射击、丛林追踪等多个课目中取得优异
成绩，赢得了各国军人的赞誉。

2019 年 6月，连队部分官兵再次奔
赴云南边境，与老挝人民军组织边境反
恐联合演练。特战队员们与老挝人民
军混编成组，圆满完成山林搜捕、楼房攻

坚等演练任务，过硬的作战技能和军事
素养让老挝人民军竖起了大拇指。

一次次走出澳门，走出国门，与外军
协同作战、互相学习，在合作与较量中取
长补短，让特种队员们更加自信，也让雷
文有了新的感悟。
“自信”是对自身军事技能的严格要

求，是履行澳门防务的底气，也是一名驻
澳军人、一名特种兵特有的荣誉感和使
命感。

金秋时节，在珠海某训练基地组织
的“濠江”实兵演习中，雷文再次带领特
战队员们走进硝烟弥漫的演训场，破袭、
搜捕、攻坚、狙杀……硝烟散去的那一
刻，雷文和特战队员们脸上那份自信笑
容，格外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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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笑容，美丽而动人。
当这样的笑容叠加起来，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一颗颗挚诚勇敢的心，更感受

到一个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年终岁尾之际，我们从官兵生活中截取了几个画面。画面中有科研工作

者、特战队员、戍边官兵……他们所处的战位虽然不同，但在 2019年都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自信与快乐。

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自信与荣光，我们一起满怀信心迎接新的征程。
—编 者

岁末，总有一种情感萦绕心头。
看着日历上最后的几页，某发射大队
大队长杨晓论脑海中浮现着走过的
2019。太多的画面在脑海中闪现，从
执行我国第一次海上航天发射任务，
到 6小时内完成两次航天发射，刷新
我国航天发射新纪录，这支组建仅有
两年的航天发射新军，一次次刷新着
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为国争光的事，再难也

要拿下来

2019年初，我国首次海上发射任
务的重任便落在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某科技团队肩上。消息传开，这支队
员平均年龄不足 22 岁的团队，既兴
奋、又忐忑。

兴奋的是，首次海上发射任务意义
重大，是我国航天开启新纪元的关键之
战；忐忑的是，此次任务将面临全新型
号调试、新型组织模式运用等多重困
难。困难是弱者的“拦路虎”，却是强
者的“加速器”。誓师大会上，大队长
说：“为国争光的事，再难也要拿下
来。”这句话，深深印在了大家的
心里。
“千古风流在担当，万里功名须躬

行。”这支年轻团队重新下厂学习，开
始了新的跋涉。学习前夕，中心显控
台操作手戴犇，突发急性阑尾炎。躺
在病床上的戴犇怎么也放不下任务，
术后一周就回到岗位上。回到工作岗
位的戴犇更加努力，用他的话说，是
“与时间赛跑”。从原理、电路图到实
装操作的资料，他一点也不放过，遇
到不会的问题就缠住厂方专家不放，
坚决要把问题学会学通。“我就没见过
这么‘黏人’的学生”，被问“烦”的
技术专家这样形容他。任务执行中，
戴犇凭借对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原理的
透彻理解，经受住了考验，圆满完成

任务。
这样的故事在这支团队里还有很

多。测量系统前端操作手王佩荣，不
分昼夜奋战在任务准备一线，在极短
的时间内完成编写 7 份重要文书资
料，并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获得高
度认可；测发指挥宋凯帆所带领的团
队曾多次经太原中转赴其他城市下厂
学习，而家在太原的他，却顾不上和
家人见上一面……
“为国争光的事，再难也要拿下

来。”新一代航天人用为国争光的大爱
点燃着内心的自信之火，踏上新的征
程。

只为长箭飞天创造航天新

纪录

走进大队办公楼，“志存高远、创
新超越”8个字格外耀眼。书记赵世
欣介绍，这是发射大队谱写一个个辉
煌的关键所在，也是航天人自信满满
的具体体现。

无论是海上发射任务还是 6小时
内完成两次发射，作为中国航天史上
的第一，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太多太
多。对于他们而言，以往“一人一
岗”的要求将难以适应新模式，必须
达到“一人多岗”，实现对全系统的熟
悉掌握。

大队大力开展轮岗、换岗、兼岗
训练，将单岗能力较强的人员交流到
多个岗位学习锻炼，磨砺提升“一精
多专”“一专多能”的本领。多少技术
能手到新的岗位甘当学生，从头学
起；多少不眠之夜只为长箭飞天创造
航天新纪录。任务前夕，该团队 90%
以上的一线人员，具备多个相近或相
邻专业的任务执行能力。

通信是发射大队面临的又一个
“拦路虎”。海上发射由于通信手段受
限，相关设备较陆地发射变化很大；6

小时内两次完成发射任务，面临多项
新课题……

面对最新的设备和文书资料，指
控系统指挥王雨航日以继夜攻关学
习，积极与总装厂技术人员进行讨论
交流及技术交底，破解多个技术难
题，创造性拿出有关文书资料初稿，
并带领系统人员完成了部分测试流
程，形成最新的系统资料及相关报告。

每一次超越都是向上的攀登，每
一次攻关都是托举的力量，正是在一
次次自信的创新超越中，新一代中国
航天人写就辉煌满满、自信满满的
2019。

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2019 年 6 月 5 日，黄海某海域天
高云淡、碧波千里，长征 11号运载火
箭立于海天之间，直指苍穹。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科技人员如箭在弦，即将
执行我国首次海上发射任务。

万众瞩目之时，中心显控台显示
器突然报红，参数监控显示器连接指
示灯全部熄灭，无线信号丢失。这意
味着后方与前方的数据同步全部中
断，火箭处于“失联”状态。

此时，发射已进入 8分钟倒计时
准备。

中止任务，还是快速抢修？他们
自信地选择了后者。
“迅速排查故障！”
千钧一发之际，随着一道简洁口

令，整个指控系统开始了一次惊心动
魄地抢险。

重启软件、检查接口、启动备
份……一道道程序忙而不乱、紧张有序。

指控系统指挥王雨航突然发现，
信号丢失的时间与保障船停靠发射平
台的时间吻合，便大胆提出：是保障
船对无线信号进行了误遮挡。他将猜
测迅速上报。

一号指挥李成短暂思考后，当即
下达“暂停排查”的口令。时间一
分一秒地飞逝，当保障船驶离发射
平台时，信号恢复。中心显控台操
作手戴犇立即按照预案重新连接 6台
前端设备，数据通信最终恢复了正
常……

3分钟后，伴随着一声轰鸣，天
光地火间箭体升起，破浪翻滚、长箭
倚天。10分钟后，卫星准确进入预定
轨道，我国首次海上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临危不惧的
处置，李成幽默地说：“我亦无他，惟
手熟尔。”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自信
的决断、临危不惧的处置，源于在汗
水中淬炼的过硬本领。
“有李指挥员在，我们就觉得格

外放心！”谈到李成，身边同事都不
约而同竖起了大拇指。这份信任，源
自他精湛的业务能力和出色的应急处
置能力。

航天发射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技
术文件浩如烟海。在很多人眼里，枯
燥的技术文件是“工具书”，李成却把
它们作为“必修课”。

首 次 海 上 发 射 任 务 ， 全 新 型
号，多项新技术，飞行参数与以往
不同；场外执行任务，组织模式、
操作系统变化巨大……面对巨大的
困难，李成没有后退。他带领团队
系统梳理技术文件，对每个环节进
行地毯式研究，数以万计的技术指
标融入指挥链条，为科学精准指挥
提供坚强保证。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里，李成翻阅各类技术资料近百万
字，对数百个关键环节和岗位要求
如数家珍，成为发射测试系统有名
的“问不倒”。

自信是厚积薄发的释放，正是由
于成千上万的中国航天人日复一日地
尽职守候，中国航天才走过了自信满
满的2019。

自信是厚积薄发的释放
■路 俊

“我的下限是山峰，我的上限是天
空。凭着一双手，我们就可以在这天边
建造一座城！”上士张启站在雪里，豪气
在云端。

即将过去的 2019年，对于西藏军区
某部三连官兵来说，变化的不仅是营区
的海拔高度、气候的恶劣程度，还有该连
官兵面对新使命、新任务从心中没底到
充满自信的心态转变。

2019 年年初，即将换防的消息传
来，三连官兵有喜有忧。喜的是即将奔
赴雪海云天，“人往高处走”的使命感让
全连官兵斗志昂扬。忧的则是“心有千
千结”：有的官兵刚刚与家人团聚又将面
临分离，有的担心难以适应恶劣环境存
有畏难情绪……然而，经过一番动员，大
家还是欣然领命，高歌猛进。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雪域，人在天际。来到这“风吹

石头跑，四季穿棉袄，天上无飞鸟，地上不
长草”的“新家”后，全连官兵的耳畔似有
一首《凉凉》在回响，有人发出了“我们太

难啦”的叹息。
无电可用、吃水困难、住的是集装箱、

吃的是“黄沙拌饭”，中午日光炙肤、半夜
寒气侵身，文娱活动难开展……一时间，
苦恼、难受、失落等情绪笼罩在部分官兵心
头，指导员旦增曲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首先要解决扎根难题，再去想开花

结果。”旦增曲扎决心带领大家把困难嚼
出甜味来，在这“天空之城”扎根安家。

连队请来驻地电力局的工作人员勘
察埋设电缆的地形，确定好路线后，官兵
抄起锹镐就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虽然
营区附近都是冻土层，一锹下去地面常
常“岿然不动”，但大家毫不气馁，因为一
想到可以通上电，战士们都干劲十足，排
与排之间还搞起“挖沟比赛”。
“连长派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

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
仙……”伴着欢歌笑语，寻找水源的小队
也有“重大发现”。他们在营区附近的山
上发现了一处泉眼，只要接上水管，山泉
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引流到营区！这一

惊喜的发现让全连官兵欢呼雀跃，久违
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那一刻，
高原的天空格外湛蓝。

半个月后，电通了，甘甜的泉水流进
营区，也流进全连官兵的心里。而这一
次，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更好的生活条
件，更是满满的自信和成就感。下士李
飞说：“在这天边边，我们通过自己的双
手改善了艰苦的条件，以后遇到再大的
困难，我都有信心通过努力去跨越！”

当思想的症结被打通，创造之门便打
开了。自建障碍场、美化营区环境、举办
文艺晚会……一件件自主抓建的工作陆
续展开。同时，该旅也坚持加强对驻地艰
苦连队的关心帮带，健身房、篮球场、心理
室等惠兵工程，优先在他们的营区建立起
来，让官兵在雪域边关也能享受到和内地
部队一样的精神文化生活。

如今，走进三连营区，远处的雪山、
眼前的训练场、齐全的配套设施和官兵
脸上洋溢的自信笑容，组成了一幅最美
的戍边卫国图画。

自信是迎难而上的阶梯
■陈秋任 晏 良

新疆军区某团两名战士在紧张训练结束后，心情放松下来，互相开起玩笑。“兄弟，干了这壶水！” 邹珺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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